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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亞訓博士 (Dr. CHAN Ya Hsun) 

Phone:  +886(0) 972-796-705 

E-mail: yahsun.chan@nycu.edu.tw 

30010新竹市大學路 1001號交大校區人社二館 104C室 

研究領域 東亞近現代政治思想、社會問題、帝國及殖民主義、戰後日本社會運動 

現職 專任助理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博士。現任職於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日本學術

振興會外國人特別研究員）。2018-2023年，我的學術工作以「(非)領土化的政治思想」為主軸，分析

社會問題與帝國問題相互扣連的知識型態下民眾的政治主體化構想之變遷；預計於2025年出版日文專

書《社会問題と帝国問題から民衆の政治的主体化まで》。現階段的學術工作以1918年米騷動後社會

問題之內涵轉變為背景，進行「米糧問題與法西斯問題1918-1937」及「米糧問題與帝國問題1931-

1948」兩個系列有關糧食及領土、民眾的政治主體化的政治思想研究，並進行英語專書寫作。 

學歷 

博士｜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 2023 

碩士｜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 2018 

碩士｜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2010 

學士｜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2006 

經歷 

外國人特別研究員｜日本學術振興會 2023-2024 

訪問學者        ｜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政治學研究科 2023-2024 

特別研究所員｜早稻田大學現代政治經濟研究所 2024 

約聘講師        ｜放送大學放送大學神奈川分校 2019-2024 

榮譽 

Research Fund  ｜科學研究費助成事業・特別研究員獎勵費 2023-2025 

Panel助成  
｜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關口研究會 
2023 

TOP Grants 

(declined)    

｜中華民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海外人才培

育計畫 
2021 

留學獎學金         ｜中華民國教育部 2021-2023 

留學生獎學金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渥美國際交流財團 2021 

研究助成金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上廣倫理財團 2021 

研究成果 

《社会問題と帝国問題から民衆の政治的主体化まで―幸徳秋水、浮

田和民、吉野作造、大杉栄、山川均》東京：作品社。 

將於2025

年出版 

〈吉野作造的帝國論述與民本主義：從社會問題到民眾的政治主體

化〉，《帝國與文明：世界秩序的多元想像》。台北：聯經出版。 
將於202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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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本梁アナーキズムの思想史的水脈をさぐる－幸徳秋水と大

杉栄を手がかりに－〉《相関社会科学》第 30/31 合併號，東京大

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3-18頁。 

 

2022 

“Rethinking Imperi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terwar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i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17, No.2,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Foundation. pp.7-56. 

 

2021 

〈評介葛塔秋《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後殖民自決重探〉，《《文化研

究》第 33 期（2021 秋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334-349

頁。(TSSCI) 

2021 

會議發表＆

演講 

“Haniya Yutaka’s Politics and Anarchism: From the ‘Dual Structure’ of 

Settler to the ‘Revolution of Being’,” at the 2024 Annual Conference of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AAS), US. 

3月, 2024 

〈帝国に抗するアナーキズムを再考する―大杉栄の「所有」と

「連帯」を手がかりに〉「東亞日本研究者協議會」第 7 屆國際學

術大會。日本。 

11月,2023 

〈幸德秋水、大杉榮與「直接行動」：社會問題與帝國問題的視野〉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演講。台灣。 
5月, 2023 

〈吉野作造的帝國論述與民本主義：黑格爾、社會問題與東洋霸權〉

「2023帝國與文明:世界秩序的多元想像」研討會。台灣。 
4月, 2023 

〈社会問題と帝国問題の連鎖－幸徳秋水の帝国主義論と「社会

的なもの」〉「社會思想史學會」第 46屆大會。日本。 
10月,2021 

“Japan and Taiwan Relations: Imperialism, Liberalism, and Unjust 

Heritage”, presented at the 3rd Asia Global Cultural Studies Forum 

(AGCSF), Canada. 

6月, 2020 

〈植民地台湾におけるアナーキズム運動を再考－幸徳秋水と大

杉栄を手がかりに〉「日本台灣學會」第 22屆大會。日本。 
5月, 2020 

“Rethinking Democracy in Interwar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and the debate on minponshugi,” 

presented at the 2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 US. 

5月, 2019 

評論 
〈關東大地震一百年：一場天災留給當代的政治和族群問題〉，

《端傳媒》。9/15/2023。(連結) 
2023 

〈パンデミック・グローバル内戦・幸徳秋水〉(Pandemic、全球內

戰、幸德秋水)《SGRAかわらばん》。5/19/2022。(連結) 
2022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915-opinion-jp-kanto-great-earthquake-100-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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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 

單著（皆為第一作者） 

①セン亜訓（2025）《社会問題と帝国問題から民衆の政治的主体化まで―幸徳秋水、

浮田和民、吉野作造、大杉栄、山川均》(從社會問題與帝國問題到民眾的政治

主體化－幸德秋水、浮田和民、吉野作造、大杉榮、山川均)東京：作品社。

(將於2025年出版) 

②詹亞訓（2025）〈吉野作造的帝國論述與民本主義：從社會問題到民眾的政治主體

化〉《帝國與文明：世界秩序的多元想像》。台北：聯經出版。(將於2025年出

版) 

③詹亞訓（2023）〈關東大地震一百年：一場天災留給當代的政治和族群問題〉《端

傳 媒 》 。9/15/2023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915-opinion-jp-kanto-
great-earthquake-100-years) 

④詹亜訓（2022）〈パンデミック・グローバル内戦・幸徳秋水〉(Pandemic、全球內

戰、幸德秋水)《SGRAかわらばん》。5/19/2022 
(https://www.aisf.or.jp/sgra/combination/sgra/2022/17548/ ) 

⑤セン亜訓（2022）〈范本梁アナーキズムの思想史的水脈をさぐる－幸徳秋水と大

杉栄を手がかりに－〉(范本梁無政府主義之思想史脈絡－借徑幸德秋水及大杉

榮)，《相関社会科学》第30/31合併號，3-18頁。(DOI: 10.15083/0002007913) 
⑥CHAN, Ya Hsun. (2021) Rethinking Imperi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Interwar

Japan and Colonial Taiwa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17(2): pp.7-56. (ISSN: 

1976-3735) 

⑦詹亞訓（2021）〈評介葛塔秋《帝國後的世界創造》：後殖民自決重探〉，《文化

研究》第33期（2021秋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334-349頁。(THCI、
TSSCI)(DOI: 10.6752/JCS.202110_(33).0012) 

翻譯 

①大久保健晴（2025）〈福澤諭吉―蘭學、文明、帝國〉詹亞訓譯《帝國與文明：世

界秩序的多元想像》。(將於 2025 年由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

究專題中心出版)（日翻中） 

②尼克．旺－威廉斯（2020）〈重新思考疆界、主權與法：施密特、阿岡本及當代政

治生活的「法」〉詹亞訓譯《疆界、主權、法》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229-254 頁。(ISBN: 9789578614499)（英翻中）

③聶保真、李時雨（2020）〈後記〉詹亞訓譯《疆界、主權、法》新竹：國立交通大

學出版社。頁 223-228。(ISBN: 9789578614499)（英翻中） 

審訂、編輯、紀錄 

陳儀深、曹欽榮主編（2020）《白色記憶：政治受難者及家屬訪談紀錄》，台灣：中 

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家人權博物館。(ISBN: 978986543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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